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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等
单位主办的“故事里的中国”系列文化
丛书的开篇之作 《陕西：中华文明的肇
始之地》新书发布会暨“讲好中国故
事”专家研讨会在京举办。

《陕西：中华文明的肇始之地》主编
翟博表示，在目前众多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普及性图书中，“故事里的中国”丛
书的读者定位为全球青少年，旨在通过
一个个具有典范性和贴近性的小故事，
展现具体、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从
而帮助海外读者加深对中国和中国文化
的了解。

助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陕西：中华文明的肇始之地》围绕
“风物、习俗、艺术、人物、成就、精神”6
个主题，精选 50 个独具特色的陕西故
事，带领中外读者走进陕西这个中国的

“天然历史博物馆”。书中内容跨越古
今，既关注兵马俑、大雁塔等，也关注
秦腔、安塞腰鼓等地方文化艺术，还收
录了司马迁、路遥等人物故事。

“几年前我曾到西安旅游，导游再
三叮嘱我吃羊肉泡馍时要把馍掰小一
点，她没说明原因，也没有讲述我所
感兴趣的泡馍背后的故事……”“故事
里的中国”系列丛书英文编审、世界
汉语教学学会理事斯明诚表示，此次终
于在 《陕西：中华文明的肇始之地》中
找到了“泡馍故事”，这也激发了他重
游陕西的兴趣。在他看来，书中有很多
生动、有趣的类似故事，能带领海外中
文学习者及中国文化爱好者走进陕西、

了解陕西。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院院长刘宝存表示，《陕西：中华文明
的肇始之地》 以故事筑底、以历史为
经、以山河为纬展现陕西文化，通过故
事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可以帮助
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而且可
以让海外读者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了解
中华文化、喜欢中华文化，从而推动中华
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

丰富国际中文教育资源

继“故事里的中国”丛书陕西卷出版
后，目前已有多个地方卷的创作全面启
动，将陆续推出上海、湖南、天津、河

南、广西等地方卷。
“丛书分卷呈现中国风貌，我们期待

一座美丽的‘中文之桥’面世。”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李晓琪如是说。

作为国际中文教育专家，南开大学
祖晓梅教授认为丛书在内容编写中非常
注重选择中华文化典范性的素材，未来
可作为国际中文教育资源，推荐给学习
中文、了解中华文化的外国学生。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张
英也关注到了丛书作为国际中文教育资
源的优势。她以《陕西：中华文明的肇始
之地》为例表示，首先，该卷的妙处在于：
纵横捭阖，化繁为简，将陕西的历史及
文化勾勒得如此清晰而完整，为海外学
习者提供了简洁而适用的中国文化教

材。其次，作为“对外”的文化教材，
本书在图、文的搭配与选择方面，也下
了一定的功夫，使“文明”与“文化”
的呈现，具有了一定的立体感和丰富
性。最后，正如书名所示，作为肇始之
地，介绍其“有什么”相对容易，而解
读其“是什么”则需要更广、更深的探讨
与研究。“值得庆幸的是，《陕西：中华文
明的肇始之地》开了一个好头！”张英说。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郭鹏则结合书籍
内容，充分肯定了“讲故事”在跨文化
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以故事
导入可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从而
在跨文化理解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国有太多故事值得挖掘

为了帮助海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华
文化，“故事里的中国”丛书编委会邀
请到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厦门大学
教授潘维廉担任特别顾问。

上世纪80年代，潘维廉怀着对中国
的向往，带着妻儿来到厦门。为了让远
在美国的亲友了解真正的中国，他用书
信的方式介绍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在此过程中，潘维廉也成了中国故事的
见证者和讲述者，大家亲切地称他为

“不见外的老潘”。
“当我 1991 年到陕西时，只知道兵

马俑，不知道郑国渠修建背后的故事
……”“不见外的老潘”在看完 《陕
西：中华文明的肇始之地》 后，不仅找
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还了解了皮影戏
的起源。他希望随着“故事里的中国”
系列文化丛书各地方卷的出版，海外读
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

在中国生活近40年，潘维廉的足迹
已遍及大半个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有
太多精彩的故事值得挖掘和书写。作为

“故事里的中国”系列文化丛书的特别
顾问，潘维廉表示，通过阅读一个个地
方故事，他对中国各地文化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希望把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分
享给世界。

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潘维
廉认为，首先要“先讲内心，再讲逻
辑”，用真诚的故事打动人。其次，在
跨 文 化 沟 通 中 ， 既 要 注 重 “ 和 而 不
同”，也要学会“求同存异”。

“上高中前我和家人考察了很多所
州内学校，葡中双语学校在里约州排名
第一，虽然我没有接触过中文，但我喜
欢学外语，能多学一门语言为什么不
呢？于是我就选择了这里。”刚刚入学
不久的巴西男孩蒂亚戈·莫雷蒂如是说。

葡中双语学校位于与巴西里约热内
卢市隔海相望的小城尼泰罗伊，该校
2014 年成立，2015 年 2月正式启动，由里
约热内卢州政府和河北师范大学共同创
办，是巴西境内第一所以葡萄牙语、中文
和英语3种语言教学的公立高等中学。

建校8年多来，葡中双语学校已有不
少学生通过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水平口
语考试，还有学生参加“汉语桥”比赛获
得奖学金前往中国学习。由于连续几届
都有数十名学生考入巴西著名高校，该
校 2022年 9月在巴西教育部基础教育发
展指数评估中获得里约州第一的排名。

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近日访问
该校并向学校捐赠一批图书，涉及书
法、中医、中国哲学、中国美食等主

题，希望学生们在学习之余能了解更多
中国文化。

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田敏在赠
书仪式上说，希望同学们学好中文，享受
中国文化，为促进中巴文化互鉴、增进中
巴友谊添砖加瓦，为中巴在文化、教育、
科技、经贸等领域务实合作注入新动力。

里约州教育厅战略项目处负责人
说，这所学校是州内第一所跨文化学
校，起到了先锋作用。这里的学生大多来
自附近的贫困社区，他们在学校学有所
成，还有一些学生可以去中国学习，这对
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重要激励。

葡中双语学校采用全日制教学，每
天从早上 7 时持续到下午 5 时的课程对
巴西孩子来说有些繁重，但看到一届届
毕业生取得的优异成绩，每年报考该校
的人数在不断增加。2015年，学校招收
了 3 个班共 72 名学生；8 年后，该校在
校生总数为 360 人左右，第九届新生人
数达到125人，分为4个班。

莫雷蒂说，虽然每天上学时间较

长，但一想到这可以大幅增加自己的技
能，便能集中精力学习。“我来到这里
后发现学校提供各种机会前往中国，让
你可以了解中文背后的知识，我觉得在
这里上学非常完美。”

除了文化课，双语学校还有足球
队、篮球队、排球队和乒乓球队。在该
校读高二的卡约·科斯莫参加了足球
队，每周六他和队友们都会到巴西弗卢
米嫩塞联邦大学校园训练和比赛。

新冠疫情前，双语学校连续 4 年通
过“巴西中学生足球夏令营”选送了逾
百位师生到中国交流，举行足球友谊
赛、体验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历史。科

斯莫希望夏令营尽快恢复，他也能有机
会到中国看一看。

吉列尔梅·桑托斯是该校第二届新
生，2018年毕业后获得了到河北师大读
书的机会。在赠书仪式上，桑托斯为学
弟学妹们讲述了自己的求学故事。双语
学校校长埃利桑杰拉说，她还记得当年
桑托斯住在临近的圣冈萨洛市，每天上
学要坐 2 小时的公交车，但他坚持了下
来，能取得现在的成绩令学校自豪。

如今，从中国留学回来的桑托斯在
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下属的
中文教学点教授中文，成为在巴西传播
中国文化的使者。 （据新华社电）

刻舟求剑的故事，大家
都很熟悉。

其实与之相似的成语还
有荆人循表、引婴投江。前
者说的是，楚国军队想要偷
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河中测
量深浅并做标记。但发起攻
击时，澭河水突然上涨，楚
国人不知道，在夜里沿着原
来做的标记徒步过河，结果
淹死了一千多人，士兵惊恐
的声音如同房屋倒塌一样。

后者说的是有个人从江
边经过，看到有人正要把
一个婴儿投入江中，婴儿
在哇哇大哭。这个人赶忙
上 前 劝 阻 ， 问 怎 么 回 事 。
回答让人啼笑皆非：“他爸
爸擅长游泳。”

这 3个故事，都是出自
《吕氏春秋》，用以说明的道
理是治国者不能固守旧法，
不要因循，应该根据时势随
时变法，与时俱进。正确对
待旧法的态度，应该是取其
立法精神，舍弃不适合今天
的具体条文。这样的观点，
到现在都不过时。

吕不韦其人，在历史上
的评价不高，但不影响他主
持编纂的这部 《吕氏春秋》
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认为此书较诸子之言更
为醇正大气，应该得到更多
关注。

这书怎么来的？司马迁
在《史记》中说，秦国丞相
吕不韦仿效“战国四公子”
的做法，招养门客三千。在
秦国一统天下的前夕，他组
织这些门客编写了这部书。

该书包括十二纪、八
览、六论三部分，20 多万
字。历代分类，都把它归于

“杂家”，多认为是糅合各家
学说而成，没什么创新。其
实不然，《吕氏春秋》 是一
部为秦国统一全国后制定的
治国大纲。当时，吕不韦大
权 在 握 、 被 尊 称 为 “ 亚
父”，在推进统一战争的同
时，势必要为统一之后的国
家擘画蓝图。

在书中，吕不韦对著述
动机做了说明：其一是为了

“纪治乱存亡”，总结历史经
验教训；其二是提出了“上
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
人”的政治准则；其三是强
调治国必须“行其理也”，
与秦国一向尊奉的“法治”
有所区别。

为了扩大该书的影响力
和传播力，《吕氏春秋》 撰
成之后，吕不韦将该书挂在
都城咸阳的城门上，同时悬
千金于其上，声言不管谁，
能加减一个字，就给千金。
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
由来，用以形容文章好得不
可修改、价值很高。

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归
功于《吕氏春秋》对先秦诸
子思想来了一次大总结，特
点就是“杂”。这个杂，不
是杂乱无章，不是思想拼
盘，而是超越门派之见、集
众家之长。何为众家之长？
对 诸 子 百 家 学 说 的 特 点 ，

《吕氏春秋》 进行了精准的

概括：老耽贵柔、孔子贵
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
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
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
先、儿良贵后。

在此基础之上，该书对
诸家学说来了一次“掐尖”
式融合：对道家，取道法自
然的思想，弃消极避世的倾
向；对墨家，肯定兼爱、尚
贤等主张，摒弃鬼神之论；
对儒家，重视纲常伦理与尊
师重教；对名家，借鉴其循
名责实理论；对阴阳家，融
合了五德终始学说；对法
家，学习变法主张与贵势思
想，反对专恃法术势治国的
思想……

融合之后的学术思想，
反映在政治主张上，主要
是推崇无为而治。《吕氏春
秋》 全书洋溢着浓厚的法
天地、重无为的道家思想
倾向。

比如在《察贤》篇中有
这么一个故事，说孔子的弟
子宓子贱治理单父这个地方
时，每天弹琴作乐，悠然自
在，很少出公堂，却把单父
治理得很好。而孔子的另一
个弟子巫马期治理单父时，
每天星星还高挂在天上时就
出门工作，直到星星又高挂
天上时才回家，夙兴夜寐，
事事亲力亲为，这才把单父
治理好。

巫马期向宓子贱询问不
过劳也能治理好单父的缘
故。宓子贱说：“我的办法
是凭借众人的力量，你的办
法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
自己的力量当然劳苦，依靠
众人的力量当然安逸。”

不过，《吕氏春秋》 推
崇的无为而治思想与秦始皇
的法治思想实难相容。因
此，《吕氏春秋》 在统一后
的秦朝并未发挥作用。但秦
朝的飞速灭亡，又从反面证
明了 《吕氏春秋》 的价值。
到了汉初，几代皇帝都推行
黄老政治，与民休息，“文
景之治”就是在这样的治国
方针下取得的。在这个意义
上说，《吕氏春秋》 确实是
一部合格的治国大纲，只不
过没有用在娘家而是应在了
仇家。

春天是一个充满生命力
的季节。每当春天来临，万
物复苏，遍地染绿，都会让
人充满希望。

有一年春天，我们一家
四口正好在家乡，便想乘着
春光明媚去探望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的房子在山边，共
有3层楼，站在楼上，视野开
阔，远方风景尽收眼底。

放好东西，爸爸和妈妈
帮奶奶做饭，爷爷带我和妹
妹出去散步。田野里充满春
的气息，各种颜色的花瓣绚
丽多彩，尽情展现着自己的
美丽，诉说着春的故事。

我们走了一段，远远看
到一棵花瓣随风飘落的大树
下围坐着不少人，便加快脚
步向大树走去。走近一看，
才发现有人在赏花，有人在
聊天。爷爷也寻了一块地方

坐下来和朋友们聊了起来。
那种悠然自得、宁静和谐的
情景，我至今记得。回家之
前，我给大树和树下的人都
拍了照片，真希望时光定格
在这一刻。

晚上，我站在房间里的
阳台上，抬头望去，星星仿
佛宝石一样挂在天空中。在
那一刻，我许下了春的愿望。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故乡
的春天，那么美，那么生机
勃勃，也是我最珍贵的回忆。

（寄自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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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山东
职业学院承办的“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云游中
国·铁路职达”闭营。来自越南等国的学员相聚云端，参加
了闭营仪式。

山东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汉语桥”是海外学员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之桥，也是促进交流沟通的
友谊之桥。在未来，学校将继续以汉语搭桥，用技术赋
能，为海外学员职业发展“搭桥铺路”。

学员们表示，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汉语水平得到了提
升，也学到了很多铁路知识和技能，这对他们的生活、学
习和工作都有帮助。

据悉，“云游中国·铁路职达”线上团组交流项目为期10
天，旨在通过“中文+铁路职业技能”模式，传播中国语言
文化，促进中国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走向世界。

（钟 文）

“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
“云游中国·铁路职达”闭营

听，那是春天的脚步。近了，近了。
春天走过的地方，草木变绿，花儿绽

放，充满了希望的气息。我爱这个季节！
记得有一年回家乡，正是春天，姥姥姥

爷带着我放风筝，给我买好吃的青团；爸爸
妈妈给我讲有关春天的故事和成语。我至今
还记得妈妈讲“春意盎然”时的情景，当时
的我不会读“盎”字，妈妈拿出一本新华字

典，告诉我怎么使用。也是从那时起，我开
始学着用字典查汉字。

又一年的春天来了，虽然我不能回国感
受故乡的春天，但让春风捎去了对故乡亲人
的问候。即使我们不在一起，却一样感受到
了春天的温暖。

（寄自荷兰）
（本文配图来自千库网）

春天春天的脚步的脚步
王雨娜王雨娜（（1111岁岁））

故乡的春天
吴亚鹏（17岁）

备受巴西孩子青睐的
葡中双语学校

赵 焱 谢 照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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